


改變，必是開始於人們看到改變
的需要，並產生踐履之存心  
 

McNiff & Whitehead 着，朱仲謀譯，行動研究原理與實作，
2004 



行動研究顧名思義就是將「行動」與「研
究」結合起來，是實務工作者為解決其工
作場所所面臨的問題，而對其實務工作過
程所進行的研究（蔡清田，2008）。 

行動研究是基於實際問題解決的需要，將
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
，以有效解決問題的一種研究方法（
Altrichter等，1993）。 



教師根據個人教學現場(或行政服務)所發現
的問題或困難以系統性、有計畫的行動解
決問題。 

在執行行動時，運用方法與工具蒐集資料
、進行主客觀分析，並根據結果擬定修正
新的教學/服務行動，據以撰寫報告、分享
與發表的歷程。 



教育行動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科學方法的
應用，以解決教室內/校園中的問題；其所
關注的是特定情境中特定的問題，不重視
研究結果是否可以類推到其他不同情境，
也不強調研究變項的控制及操弄的問題。 

教育行動研究歷程中，教師為主要的研究
者，行動研究特別重視立即實用性與立即
應用性。（蔡清田，2008）  

 



為行動而研究(research for action) 

在行動中研究(research in action) 

由行動者研究(research by actors) 



研究情境—當事人實務工作情境為主，情境
取向。 

研究目的—以解決實務問題為主。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為某一特別問題或現象 

研究特定對象—包括個案、班级中之團體、
一個班级、跨班級，至以學校為單位等。 

研究參與者—實務工作者。 

研究應用者—行動研究者。 



研究過程—注重協同、集體合作。 

問題解決—立即應用性。 

結果應用(推論) —有情境特定性，主要用在
研究工作的場所，不具有普通的代表性。 

研究效益—解決問題與促進個人專業成長。 

研究方法—兼用質與量方法，偏向質性研究 

研究發展—研究計劃屬發展性計劃，可不斷
修正及驗證。 



 

 

行動研究的要素與步驟 
 



 從早期John Collier 以及 Kurt Lewin的研究
中發展出進行行動研究的四個要素，即計畫、
行動、觀察和反思。形成所謂的「行動─反思」
循環 

 

 

因為有反思，所以行
動可以循環持續下去 

觀察使行動有生命 



我是一位通訊部門的經理，我想要知道如
何使部門內的溝通工作變得更有效率，我
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計畫─ 

 我想要使溝通工作更有效率，所以或許我可以
製作發行一份週報給每一個人看。 

行動─ 

 我著手製作並發行週報。 

觀察─ 

 我找了一些同事談談，他們說現在確實有比較
瞭解部門內的事務。 

反思─ 

 我能知道同事的真正想法是什麼嗎?我如何可以
獲得同事的具體反應呢? 

 



 這些工作要循環地進行下去，再計畫、行
動、觀察和反思，必要時甚至要作第三次
循環、第四次循環……(參見圖3-2) 

 



計畫─ 
 或許我應該先了解同事的需要，然後再發展溝通工
具。我該怎麼做呢?設立意見箱好嗎? 

行動─ 
 我設立一個意見箱。 

觀察─ 
 我收到的意見有 

  (1)我應該指定一位連絡人 

  (2)每週(甚至更密集)召開全員會議。 

反思─ 
 或許這是一個好點子，但是我可能要小心避免喪失
主導權，我應該要那麼民主嗎? 

 



計畫─ 

 我應該聘請甲小姐作非正式的連絡人，也應該制定全員會議
的開會流程，以利與會人員提出意見和想法。 

行動─ 

 我向甲小姐提出請求，也在公告欄上張貼會議議程。 

觀察─ 

 甲小姐有些猶豫，因為她不太了解要做什麼事(其實我也不清
楚)，所以她只是暫時接受。有三個比較敏感的意見被提出來：
誰有權力享有休假的優先順序；女洗手間的清潔和整理工作；
彈性工作時間的需求。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聖誕夜化裝
舞會上得穿著和打扮。 

反思─ 

 我要如何做才能使甲小姐不會覺得負擔很大呢?我應該把那三個敏
感的意見放入議程中嗎?要把化妝舞會的服裝問題安排到臨時動議
中嗎?這好像是一件小事吧!對我是如此，或許對別人不是。 

 



 總之，這四個步驟要循環運作，如此才可
以同時發生想法的改變和行動的變化，而
想法的改變即是學習。這種促使學習發生
的特質即是行動研究的必要條件。 

  觀察與反思是研究要項，反思不必然要很
“深奧”，包括一些對行動觀察體會後，
而生出的想法與收穫都算是！ 

反思可能會影響下一個行動的內涵或方向 



計畫─ 

 我對目前正在使用的教科書不是很滿意，有太多教材不是學生所
需要的，但是它卻是唯一可用的書本，我可以做些什麼事呢?我無
法改變這本書的內容，所以我應該改變使用它的方法嗎?或許我應
該嘗試將每兩位學生編成一組來進行教學。 

行動─ 

 我向學生說明並示範如何透過兩人之間的問答活動以充分了解課
程內容，我們用了一節課嘗試這種做法。 

觀察─ 

 我巡視各小組，坐下來聽聽學生之間的討論，有時候也會錄音下
來(事先有徵得他們的同意)，另外我還作筆記。 

反思─ 

 學生似乎樂在其中，但是有時候他們會扯得太遠，談到課外的事
情，這時候我就必須在把話題拉回到課文內容上。 

 



計畫─ 
 我訓練學生發展發問技巧，學習如何詢問課程內容，我想這樣

做應該能使學生更了解課程內容吧，還是我應該讓學生更主動
地參與教學活動。 

行動─ 
 有些學生想錄下自己得討論過程，但是因為錄音機數量不夠，

所以我把兩組學生合併為一組，變成每組四人，每個人再輪流
發問和回答問題。在進行這個問答活動的兩節課的最後一些時
間，他們要聽一聽全班的錄音資料並發表意見。 

觀察─ 
 他們確實很喜歡這個活動，也似乎都能夠根據課文內容來發問

和回答問題。 

反思─ 
 我必須再想一想這種問答歷程是否確實為一種可行且合適的教

學活動，雖然我認為是，但是或許我還應該再加以確認。我會
去詢問學科主任，因為他之前答應審核我的研究工作。我應該
再對其他班級進行這些教學活動嗎?我比較擔心的是實務工作的
技術面缺失──錄音時有太多雜音以及錄音機不夠等，或許這
些問題具有對我原始研究工作能否有其他發展方向得啟示作用。 

循環二 





行動研究之階段與步驟 
 



1.發現健康問題 

從行動中(例：日常教學、校園生活)發現健康
相關問題 

2.界定與分析課程問題 

對所發現的問題進行初步分析、評價，了解現
況並診斷其原因或影響因素，以確立問題的範
圍與內涵。 

問題範圍的界定要適當，不宜太大，且要具體
化 

 



例如： 

利用問卷前測了解現況(知識不足、態度不正確
..)與影響因素(媒體影響..) 

與學生或老師訪談以深入了解問題 

3.初擬行動計畫 

團隊依專業初步設定研究目標/指標或關鍵任務 

界定研究對象 

擬定行動策略或計畫(遵循健康促進學校六大面
向) 



健康狀態指標的改變 

行為的改變 

健康技能的發展  

態度的改變  

知識的增加  

警覺性的提高  低
階 

高
階 

健檢資料庫 

問卷、量表、
記錄、觀察 



健康狀態指標：BMI、視力不良率、齟齒率
、血壓、腰圍、體適能… 

行為目標：包括覺知、知識、態度、自我
效能、行為意向、行為 

例如: 性知識、性態度、關懷愛滋態度、拒絕
婚前性行為自我效能、關懷愛滋自我效能、吸
菸率、拒菸自我效能、檳榔知識、吃水果率 

 



健康教育專科教學 

融入各科教學 

訂定校本指標 
要與部訂及縣本指標作連結 

可有自己特色 

 

 

 

 

參考健康教育能力指標與補充說明 

覺知 

知識 

態度 

技能 

行為 
意向 

自我 
效能 

行為 



 國小版 國中版 高中職版 

性知識 青春期生理及
懷孕 

青春期生理及懷孕 青春期生理及懷孕 

 性騷擾與性侵
害 

性騷擾與性侵害 性騷擾與性侵害 

 愛滋病 愛滋病及其他性病 愛滋病及其他性病 

  戀愛與婚姻 戀愛與婚姻 

   性取向 

性態度 性別角色態度 性別角色態度 性別角色態度 

 愛滋病態度 愛滋病態度 愛滋病態度 

 青春期因應態
度 

婚前性行為態度 婚前性行為態度 

   保險套使用態度 

   同性戀態度 

性行為 兩性交往經驗
(約會、網友...) 

兩性交往經驗(約會、
網友...) 

兩性交往經驗(約會、網
友...) 

 校園生活經驗
(嘲笑、性騷
擾...) 

校園生活經驗(嘲笑、
性騷擾、性侵害...) 

校園生活經驗(嘲笑、性
騷擾、性侵害...) 

  個人生活經驗(性行
為、性衝動處理、保險
套、避孕方法、懷孕) 

個人生活經驗(性行為、
性衝動處理、保險套、
避孕方法、懷孕、墮胎) 

 



4.蒐集文獻資料 

進一步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以便從別人的經
驗中獲得啟示 

可以請教外部專家 

發展出研究假設 

5.修正行動計畫 

經過文獻蒐集與閱讀後，對問題會有更深入的
了解，回到「界定與分析問題」步驟中，將初
步界定的問題修正(甚至重新界定)，並修正行
動計畫 

 



6.實施計畫 

依據所規劃的行動方案來實施 

實施過程不斷蒐集各樣資料(例:前後測問卷調
查、各項行動觀察記錄、學生學習單、訪談記
錄、研究者研究日誌…)，以不斷修正行動或計
畫並考驗研究假設 

例如:每一項行動都可能帶來反思(或對事件的省思、
收穫等)，這個反思可能會影響下一個行動的內涵或
方向。將反思紀錄下來(可能是一兩點關鍵收穫)。
如果這個反思影響下一步行動，請說明之 

 



 

7.提出評鑑報告 

根據課程行動研究方案的實施結果，提出報告
，理解問題獲得改善情形 

進一步澄清所產生的新問題情境，進入下一個
課程行動研究的循環 



行動研究資料包羅萬有，不是所有的資料
都對行動研究有重要意義，因此資料必須
有系統地蒐集，行動之前就必須先跟夥伴
討論何種指標能顯示實務工作有造成改變
，要蒐集何種資料來證明、要如何蒐集…等
。 

 



資料收集方式包含:  

1.書面問卷調查 

例如：前後測問卷、滿意度調查問卷 

2.書面文件 

學生作業、學習單 

教師文字資料：日誌、筆記、課程教案教材、
作業評論 

其他  

 



3.觀察紀錄 

自己直接觀察：例如觀察班級垃圾分類改善情
形並紀錄下來 

他人觀察：例如請批判夥伴觀察學生上課情形
並紀錄下來 

錄音：例如將學生的小組討論錄音、將訪談家
長的過程錄音  

錄影：例如將學生上課的角色扮演活動錄下 

相片：例如上課照片、學生作品相片 



4.訪談紀錄 

例如：訪談家長希望學校加強哪些學生健康行
為並記錄下來；演講活動過後，訪談學生他們
的收穫，並將結果記錄下來。 

 



所謂三角交叉檢核（triangulation）是一種研究
資料的檢核方式，指對同一事件使用一個以上的
資料來源來進行檢驗，透過多種不同的方法分別
使用後，可以從不同面向了解事件的整個情境，
提升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其特別常用在質性研究，以降低研究者的個人偏
見。一般而言，資料來源最好有三種以上，一方
面可以具備從多元面向來的檢核，另一方面，更
可以在當有兩個觀點對立存在時，有第三個觀點
來協調折衝其間的對立差異。 



例如：為了解某個健康教育課在改變學生健康態
度上的效果，教師除了使用問卷測量以外，亦利
用訪談法訪談學生的健康態度。 

又如：為了了解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是否提升了學
校對健康的重視，研究者以問卷調查了解教師的
健康覺知 是否提升之外，同時查閱今年與去年校
務會議紀錄，比較討論健康相關議題的頻率是否
不同，也訪問校長對學校健康促進的未來規劃是
否將投注更多資源。 



又如：研究者將個人的研究日誌，交與研
究夥伴來共同省思研究日誌所記錄的事件
與對事件的詮釋。 

 

三角檢核所交叉檢核的資料來源可以從不
同的資料、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理論觀
點以及不同的方法論等而來。 

 



前測 介入 後測 追蹤 

介入組 ● ● ● ● 

1單一組別前後測設計 

 

前測 介入 後測 追蹤 

介入組 ● ● ● ● 

對照組 ● ● ● 

1. 單一組別前後測設計 

2. 實驗組對照組前後測設計 

對照組可以是校內或校外，或兩者都有 



前測與後測的題目要一致，最好也能分辨
哪位學生，若無法分辨亦可。 

後測最好加上與參與學校健促活動經驗相
關的題目 

 

 



案例分享 



結果統計案例～更寮國小-校園性教育 

六年級 

前測M(SD) 後測M(SD) t P 

性知識總分 6.24(1.83) 9.13(2.44) -8.06 .000*** 

  青春期 0.63(0.63) 1.29(0.79) -5.73 .000*** 

  懷孕 1.46(0.67) 1.79(0.51) -3.68 .000*** 

  愛滋病 0.62(0.91) 1.87(1.02) -7.69 .000*** 

  性騷擾 3.52(1.06) 4.17(1.04) -3.65 .001** 

性態度總平均 3.74(0.41) 3.96(0.52) -3.51 .001** 

  性別角色 3.65(0.58) 3.97(0.66) -3.65 .001** 

  青春期調適 3.71(0.69) 3.73(0.93) -0.13 .90 

  約會 4.15(0.82) 4.39(0.70) -1.99 .05* 

  愛滋關懷 3.52(0.75) 3.66(0.87) -1.15 .26 

行為意向總平均 2.92(0.56) 3.13(0.08) -2.01 .049* 

六年級性知識、態度、行為意向前後測 



五年級  M(DS) 六年級  M(SD) 

活度參與量 8.87(1.41) 8.83(1.58) 

活動幫助程度 2.11(0.47) 2.21(0.47) 

性教育滿意度 4.01(0.75) 4.00(0.85) 

過程評量結果 



 
 

1.行動研究看到社區結盟雛形 

2.多元靈活的健康教學組合 

高雄市- 鼓山國小 

嘉義縣- 梅北國小 

新竹市-三民國小 

新竹縣-尖石國中 

花蓮縣-和平國中 

健康促進策略案例 



高雄市鼓山國小健康教學安排 

健康

教學 

課室教

學 

戶外教

學課程 

下課教

室淨空 

課間活

動安排 

1.低年級執筆與坐姿教學 

2.中年級愛眼方法教學 

3.高年級認識自己視力增
加戶外活動教學 

健體、綜合、
校本、自然、
藝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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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鼓山國小社區夥伴關係 

鼓山國

小 

專家 

醫院 

家長 安親班 

樹公司 

捐樹美化
校園 

教授、醫師給
予策略建議 

1.醫師到校
屈光檢查 
2.親職教育
講座 

1.給安親班
一封信 
2.檢查安親
班教室照度 

1.視力親職講座 
2.假期作業:健康行為
檢核自我管理,家長
簽核 
3.學校提供課後安親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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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梅北國小健康教學安排 

健康

教學 

戶外課

程 

課間活

動 

下課活

動 

醫師入

校教學 

望遠 
慢跑 
跳繩 

眼睛構造 
視力保健 

體育課、律動課、社團 
平均每天0.6~1節 

建置富吸引力
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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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梅北國小社區夥伴關係 

梅北國

小 

長庚醫

院 
新營眼

科 

家長 

醫師到校詳細檢查 
醫師視力保健教學 

視力不良學生
專車接送複檢 

戶外健走 
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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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三民國小健康課程安排 

*視力保健行為自我管理表 

*愛眼宣言 (目標設定) 

*開始班級課間戶外活動記錄表 

*愛眼行為執行自我回饋 

*給家長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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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教課程一 

健教課程二 

健教課程三 



學生性

教育需

求 

竹教大

教授 

衛生所

醫師 

救國團

張老師 
紅絲帶基

金會愛現

幫 

學生家

長 

退休教

師志工 

新竹縣尖石國中 
社區夥伴關係 



學生性教

育需求 

杏陵基

金會 

勵馨基

金會 

家長 律師 

社區心

理師 

1.教師增能工作坊--性教育
教學目標、教材與教法 
2.提供學校整套性教育教
材與媒材 

1.教師增能工作
坊--未成年懷孕
預防與處置 
2.學生宣導--情
感教育 

1.教師增能工作
坊--遭遇性侵害
/性騷擾或家暴
學生輔導 
2.學生宣導--如
何克制性衝動 

學生與教師宣導--
性侵害/性騷擾法律
責任 

親職講座--如何與孩
子談性 

花蓮縣平和國 中 
社區夥伴關係 



靜態聯繫 

• e.g.聯絡

簿附衛教

單張、給

家長的一

封信 

親職演講 

• e.g.親職

講座、班

親會衛教

宣導 

參與投入 

• 1.活動

式:e.g.

戶外健走 

• 2.配合課

程:e.g.

協助檢核

健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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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現問題 

“在上課、輔導或行政過程中，我發現了什麼問
題？” 

2.分析與界定問題 

“主要問題點在哪?影響因素有哪些?” 

可利用健康檢查分析結果了解學生健康問題 

可利用問卷進行前測，從而了解學生不足處 

可利用訪談相關人物，了解問題與原因。 

 



3.初擬行動計畫 

我想邀請的研究夥伴為? 

我想鎖定的研究對象為?多少人? 

研究目的為何?指標為?(如:經過研究後想達到
的目標) 

六大面向策略為? 

 

 



4.要如何評量成效?(量性、質性) 

量性：問卷統計分析 

質性：訪談學生、教師或家長；觀察活動現象 

5.初擬一課程架構與行動計畫 


